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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20 年代我国创作歌曲初探

———萧友梅、赵元任歌曲研究

孙凌云
( 辽宁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辽宁 本溪 117004)

摘要: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创作歌曲度过了选曲填词阶段。一些音乐家不断运用西方传统作曲技法创作作品，而且探索
如何在创作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理念。本文通过研究这一历史时期萧友梅、赵元任等一批中国早期作曲家创作的歌曲，结合
曲式分析及创作风格，试总结出该时期创作歌曲的特点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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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是音乐艺术种类之一，它结构短小，形式简

便，深受人们喜爱，在社会音乐生活中占有重要位

置。所有创作歌曲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歌词与

音乐同时随着时间的延续得以展现。歌词通过文学

的形象，即语言、诗韵，直感清晰地表述内容，音乐以

旋律、节奏、速度、情绪的变化等表达情感。两者缺

一不可，相得益彰。在 20 世纪初，学堂乐歌可算是

创作歌曲的萌芽，但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专业歌曲创

作，早期歌曲多是选曲填词，逐渐才有了中国人看词

作曲的尝试。“五四”运动后，各项音乐活动随即发

展，此时出现了萧友梅、赵元任等为代表的作曲家，

他们创作了真正的歌曲———爱国歌曲、艺术歌曲等，

为创作歌曲开辟了在创作中借用西方作曲技法传承

民族音乐文化理念的先河。
萧友梅是我国最早出国学习音乐的留学生之

一。先后在日本、德国学习音乐，自 1920 年回国任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7 年创办了我国

第一所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期间创作了

一些与政治生活有联系的歌曲，如《国难歌》、《国

耻》、《国民革命歌》等，尤其创作了《“五四”纪念爱

国歌》歌曲，它是专门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而

作的。这是一首爱国齐唱歌曲，作于 1924 年，选用

赵国均创作的歌词谱曲的。在“五四”运动五周年

纪念日这一天，他亲自指挥合唱队，在北京青年会国

民音乐大会上演唱，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效果，这首歌

也是最早反映与歌颂“五四”运动的合唱歌曲。歌

曲的创作采用我国民族五声宫调式的手法进行创

作，是由五乐句构成的单一部曲式。宫调式调性本

身具有开阔稳定的大调性特点，因此非常适合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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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思想风格。节奏多运用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及

较少的复点节奏性贯穿全曲，体现了坚定有力的进

行曲速度。开始的八分休止符出现在了强拍或弱拍

上，喊出了“五四、五四”运动的心声，表达出了坚

定、果敢的战斗力。旋律多采用四度、五度的音程跳

进，也充分表现了积极进取，阔步向前的决心。全曲

结构均衡严谨，节奏稳健坚定，旋律质朴流畅，四段

歌词言简意赅，词曲的完美谐和充分表达出青年志

士的豪迈热情。
歌曲《问》创作于 1922 年，这是一首传唱至今，

颇具影响力的的艺术歌曲。每一段歌词以连续五个

问句，表现出祖国河山遭受侵犯作者的痛苦心情。
全词通过“你、年华、秋声、人生、秋花、江山”等以小

见大的歌词，句句递进的语言，深刻表达了作者忧国

忧民的思想情感。曲谱的创作上采用大调式的创作

手法，8 乐句构成的单一部曲式。4 \4 拍节奏，音符

以八分音符为主，一字一音的连贯，体现了忧思的情

绪，四份休止符的停顿，表现了对现实的无奈，三连

音的运用表达了对现状的控诉。音乐主题在前一部

分运用了一度、二度的级进、模进手法表达了作品情

绪的哀怨、无助，后面音乐主题采用四度、六度的音

程大跳配合三连音节奏，形成愤慨、矛盾的冲突形成

全曲的高潮，与前面形成强烈对比，更加刻画出作者

深痛无助的内心。结束首尾呼应，又回到了低音区，

进行哀婉茫然的回答“你想想啊，对、对、对”。全曲

深沉凝重，具有一定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也由此久

唱不衰。
萧友梅的音乐创作开辟了中国最早的创作歌曲

模式，他的作品短小质朴，意寓深刻。是将西方作曲

技法运用在了中国具有民族风格音乐中的典范。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还出现了一位著名的音乐家

赵元任，他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不仅是我国艺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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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先驱，而且还是我国语言学的始祖。1910 －
1918 年赵元任在美国先后获得了数学学士、哲学博

士学位，在这八年间里，凭着对音乐的挚爱，选修音

乐方面的作曲、和声、钢琴、声乐等课程，最可贵的

是，他借鉴了西方作曲技术进行歌曲创作，把自己的

音乐创作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谱写

出经典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
《海韵》，爱国歌曲《抵制日货》、《抵抗》、《看醒狮怒

吼》，儿童歌曲《人人都说小孩小》、《小先生哥》等

等。
他曾说过: “音乐作品———歌曲若没有和声不

但缺乏和声的味道，连单一旋律也没有多少发展的

余地。”这是他根据欧州音乐的发展规律而说的，这

句话充分体现在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歌曲

中，即转调的手法的运用。歌词作者刘半农结合着

对春、夏、秋、冬自然景色的描写，抒发内心真挚的感

情。谱曲上作品采用变奏曲式结构，前奏、间奏运用

同一旋律，每段最后乐句同出一辙，这种安排不仅避

免了变奏曲结构的“散”又使得整体体现统一，可见

作者布局的细致。第一段整体为 E 大调，似乎万物

的开端，平缓自然”，第二段以 E 大调开始突然转入

并结束在 B 大调的主音上，这一段只出现四句话前

两句为 E，后两句结束在 B，耳目一新的效果，让人

倍感深切，第三段头又回到了 E 大调，到“燕子，你

说些什么话”时立刻转入 G 大调，从调性的转换上

充分肯定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思念程度，第四段开

头“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旋律的调式

由前三段的大调转为和声小调，与歌词的内容相融

相连，音乐的表现力大大增强。我们从上述可看到，

赵元任所说的和声的变化即是调性的变化而引来了

和声织体的变化，使得全曲旋律丰富新颖。同时，作

者运用了我国传统的音韵和戏曲的元素，使旋律口

语化，又自然的运用京剧婉转的腔调，体现鲜明的民

族特色音调，曲调别致。正因为歌曲转调、戏曲的运

用，使得该作品独具艺术魅力。
另一首《卖布谣》也可见这般。这首歌虽然结

构短小，却也新颖别致。主要体现节拍、和声变化和

语言学知识的采用。1、5 \4 拍的运用。对于采用五

拍子( 3 + 2 ) 的节拍形式，是这首作品最富有特点

的。5 \4 的拍子不同与作曲家们常用的其他拍子，

它打破了常规每小节三拍、四拍或六拍一循环的规

律，而运用了五拍一循环，作者在创作时考虑到了劳

苦人民的辛酸，深刻体恤到他们生活的奔波，也许只

有这 5 \4 拍最能恰当地表达出穷苦人民生活的动荡

和流离。2、和声在民族调式与西洋调式中的转换。
这首歌曲是由复乐段的结构形式组成。前乐段以五

声音阶民族调试的创作手法创作，音乐主题平铺直

叙，旋律线多运用一度、二度的级进，配以 5 \4 拍的

节奏恰当的表现出生活如浮萍、步履维艰的现状，和

声充分体现民族调式的特点。形象地刻画了哥哥、
嫂嫂织布卖布的痛苦生活。后乐段是表现哥哥、嫂
嫂织成土布卖不出去的悲惨生活． 这段音乐是前段

主要曲调的再现、变化，发展。但在“洋布便宜，财

主欢喜”处变音的运用，和声做了西洋风格的处理，

使得歌曲在统一的民族风格中增添了新的音响变化

色彩。赵元任在“歌注”中写道: “那几句讲的是洋

货，所以在和声上也大用特用起洋货了。”3、语言学

方面知识的巧用。是在无锡方言音调基础上创作的

以五声音阶为主的曲调，赵元任以其独特的艺术手

法，对《卖布谣》的歌词作了非常细致而又成功的处

理。歌词中出现的“卖、买、落肚、裤破、补裤”等词，

在谱曲中运用了语言学方面知识，使声韵清晰、词曲

相配，即平声字用平音，扬生字用变度音或装饰音

等，使唱者、听者既能唱出调儿，又能听清出词儿，不

会出现语音混淆的局面。
可以说赵元任是一位在艺术上勇于创新的作曲

家，是我国艺术歌曲史上的丰碑。他创作的歌曲，音

乐形象鲜明，风格新颖，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抒情性，

既善于借鉴欧洲近代多声音乐创作技法，又不断探

索和保持中国传统音乐特色。赵元任先生的作品为

我们今后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萧友梅、赵元任仅仅是上世纪 20 年代创作歌曲

的代表，他们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勇于表达内

心情感，抒发爱国情怀，值得后人敬仰。他们借鉴西

方音乐理论知识，谱写时代心声的创作歌曲技法，值

得后人学习。但愿我们铭记经典，传唱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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